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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培育，小微藻要做大产业
青岛藻蓝生物有限公司专攻微藻行业，目前已有30个藻种具备产业化基础

　　走进青岛藻蓝生物有限公司的微
藻培育实验室，仿佛进入了彩色的海
洋——— 偌大的实验室内，形态各异的
容器中全是各色微藻，有的是淡绿色
果汁样，有的是墨绿色的蔬萃样，有的
是深褐色的茶汤样。
　　陈伟指着一个足球大小的圆形烧
瓶向记者介绍，“微藻分单细胞微藻和
群体微藻。单细胞微藻是一个细胞构
成一个生物体；群体微藻是由多个细
胞构成，或很多细胞通过一定的方式
和机理‘粘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养的
一株群体微藻。”他表示，微藻的体积
很小，烧瓶中随着气流上下翻转的一
个个墨绿色小球就是由无数个微藻细
胞组成的群体。在这样一个烧瓶里，每
升水中的微藻就有6000多万个。
　　陈伟边说边拿起一个小型三角形
容器，晃动着给记者展示，“这一株微
藻是单细胞微藻，肉眼看不到，只能通
过显微镜来分辨。”透过显微镜，记者
看到微藻的模样像一片片“荷叶”。“别
看它们个头小，它们可是地球生态系
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陈伟提到，自
然条件下，微藻生长的原理主要是通
过光合作用固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从而合成自身生长必须的营养物质。
微藻光合作用效率非常高，约占到全
球光合作用的50%左右。
　　为什么占比这么大呢？“因为微藻
区别于海带、裙带菜等海洋大型藻类，
那些藻只能生长在靠近海岸线的水
域，在很深的海域中它们无法进行光
合作用；而微藻则可以通过水流的作
用在海域中浮游，有些微藻自身具有
浮力调控机制，所以微藻又被称为浮
游植物，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浮力调
节，分布在整个海域。”陈伟解释道。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藏马镇的微
藻养殖与产品加工基地。
　　室外，一排排封闭的光生物反应
器中，绿色微藻在无声无息地发育生
长；室内，光照培养箱、离心机、核酸序
列分析仪、全自动蛋白质纯化仪等设
备一应俱全。几名研究人员正手拿烧杯
与滴管，一丝不苟地进行实验研究。
  “微藻作为一种基础生命，在地球
上出现的时间比人类都早。地球上的
早期石油就是由微藻产生的。”陈伟在
帮助工作人员调试完设备后，转身告
诉记者，“我们可以通过后续的一些化
工技术来把微藻中的脂肪酸转化为生
物柴油等，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能
源。”除此之外，微藻在食品、医药等领
域也有广泛的应用。比如很多藻类能
够产生大量的天然活性物质，这些物

质可作为医药添加剂或直接作为食品
原料供人类食用。
　　陈伟还提到，虽然微藻在地球上
分布广泛，开发利用价值巨大，但相对
于一些大藻，微藻产业化研究和应用
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陈伟介绍，他希望通过自己和团
队的努力，让微藻的价值得到最大化
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在碳达峰和碳中
和方面发挥其独特优势，在提供优质
食品资源和新型生物医药原料方面也
能发挥更大作用，尤其希望能满足老
龄化社会进程中人们对抗氧化、抗衰
老和抗心脑血管等领域的活性物质和
医药资源的需求。
　　“我们已经在微藻药用资源开发
领域布局了一些研究方案，目的是寻
找结构新颖、活性显著、具有潜在应用
价值的生物医药资源。我们公司已经
构建了一些药筛模型，包括抗氧化和
抗衰老的寿命调控模型，以及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心脑血管及糖尿病等药

筛模型，未来我们还将会开发一些新
的药物筛选模型。通过这些技术和手
段，我们可以从微藻中筛选获得大量
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的生物资源。”陈
伟说。

　　如今，陈伟已经找到了一些具有
开发利用价值的微藻品种，实现了人
工培养。
　　“这就是我们收获的一株蓝藻培
养物的生物量（Biomass），后续我们会
对这些物料进行干燥处理，制成藻粉
再进行提取加工，发展生物医药产
品。”陈伟手拿一盘“枣泥馅”模样的物
料介绍说，“目前，人类已经能够利用
微藻开发出具有特殊功效的饮品和药
品，这些微藻主要包括螺旋藻和能够
产生虾青素的雨生红球藻等。”
　　除此之外，微藻还有更加广阔的
开发利用空间。比如，微藻可以看作一
种新型农业。“种藻和种粮食、种蔬菜
是一样的。”陈伟指出，“生产微藻本身
需要很多的劳动力，还可以为食品、饲
料、保健品、精细化工等下游相关产业
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微藻产业还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
质量，除了高端的食品和保健品之外，
用微藻作为饲料养鸡养鱼，这些养殖
的动物的品质就会提高很多。“所以说
微藻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农业。”
陈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使微藻能
够对未来产业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将来，随着微藻养殖技术的突破
以及我们在微藻种质选育领域的进
步，我们还可能实现高产油微藻的大
规模培养，使这个过程的生产成本大
大降低，最终达到可以商业化生产生
物柴油的目的。”陈伟望着手中培养瓶
内的无数绿色微藻细胞，满怀憧憬。

　　□本报记者 张静

　　提到海藻，西海岸的市民一定不陌生。近年来，西海岸的海藻产业蓬勃发展，不断壮大，特别是新区还
拥有全球最大的海藻加工基地。但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走向更高端、更先进，迈向更广阔的蓝海市场，
微藻产业可谓关键。日前，记者探访了西海岸专攻微藻行业的青岛藻蓝生物有限公司。公司创始人陈伟告
诉记者，他带领的团队以微藻为研究核心，目前已有30个藻种具备产业化基础，并同步开启了推广。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聚焦零能建筑，实现双
碳目标”。日前，2021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外围护结构技术体系专题研讨会
在中德生态园召开。山东省被动式超
低能耗绿色建筑创新联盟71家成员单
位，约200余位行业人士参加会议，深
入探讨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产业
在省内外的推广应用，为全面推动山
东省住建领域迈向零碳、实现“双碳”
加码。
　　本次研讨会旨在推广技术成熟、
稳定安全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深入探
讨建筑围护结构对于建筑节能、耐久
的重要作用；德国被动房研究院作为
全球被动房技术的领导者，也为本次
研讨会制作了视频，介绍世界被动房

外保温系统的成熟技术；17家行业内
建筑产品提供商展示了户式新风机、
被动式门窗和保温材料等最新的产品
和工艺技术。与会专家希望借此机会
为山东省未来制定建筑碳中和的技术
路线献策献力。 
　　为了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
发展理念，落实生态环境部等八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
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关于“加快绿色领域转型，
打造低碳试点先行区”的相关要求，中
德生态园紧紧围绕国际领先的被动房
技术，深耕低碳、零碳领域的建筑技术
体系建设，通过示范项目建设、技术体
系研发、产学研一体化应用、国际交流
合作等实践，针对国内现状，探索出

一条极具特色的节能低碳建筑发展
之路。
　　目前，园区已经建设完成涵盖学
校、公建、住宅、酒店等多种类型的被
动房建筑12万平方米，在建的中德未
来城项目范围内将集中建设体量超50
万平方米的被动房项目，真正实现被
动房从“公共建筑”到“多类型建筑”，
从“示范建筑”到“示范城区”的飞跃
发展。
  此外，园区承担多项国家级重点
研发课题，获得国内外荣誉近20项，编
制国家级技术标准——— 被动式超低能
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近零能耗建筑
技术标准以及山东省被动式超低能耗
居住建筑设计标准等近10项行业技术
标准。同时，园区还与德国、瑞士、奥地

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近50
个国际顶尖被动房组织、协会及企业
建立长期合作，各领域发展均取得了
丰硕成果。
　　十年苦心孤诣，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创新产业链条在中德生态园发展
壮大，尤其是解决了关键的新风热回
收机组难关，打造出了具有国际水准
的本土产品，实现了核心建筑部品部
件的百分百国产化，极大降低了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的建造成本。
　　“中德生态园将进一步提升园区
整体生态规划及绿色建设标准，全面
提升生态园区建设的绿色低碳理念，
打造零碳社区，实现区域发展的零碳
跨越。”中德生态园生态规划建设部部
长王为群表示。

中德生态园举办专题研讨会，助推我省住建领域迈向零碳未来

行业大咖探索被动式建筑零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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